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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峰

只要给猢狲二两颜色，绝对得开染
坊，它们都是得寸进尺的茬，蹬鼻子上
脸的货。到底自己几斤几两，还真没个
数，猴子不照镜子更不称体重。别看猴
王诚惶诚恐的三孙子样，可只要出门，
就不是它了，成了无王的蜂。三个一
群、五个一伙的一群散兵游勇，无法无
天的德性暴露无遗。什么清规戒律啊，
这纲那常的，对它们都不好使。

但是，如果话可以反过来讲，还就
是猴子带活了这片区域。猴子要是整天
萎靡不振，还真没办法让人提情绪。猴
子好像生来就是挑战束缚的，随心所欲
且逾矩。它们劣迹昭彰，并不为人讨
厌，反而有无数的猴粉，甚至很多人专
程来看猴子。任何动物要是抓住一瑕疵
放大了看，忽略其余的话，就没有一种
动物尽善尽美。

早年的跑马岭花果山一般，那些先
入为主的猴子，即使山中有老虎，也有
自以为大王的错觉。别说其他兽类了，
就是贵为高级动物的人，它们也经常挑
衅。猴子不仅察言观色，还会审时度
势。见了高大威猛的男士，一般不招
惹，遇上带食品的妇女儿童，想就此顺
利过去，那还真不容易。

大门左侧的树林中，有群猴子活跃
在这里，整天上蹿下跳的，把持着门口
这个重要关隘。门口是所有游客进门的
必经之途，守在这里想吃什么，想看什
么全都“得来全不费工夫”。平时都在
山坡上密林中快活，闪转腾挪着与生俱
来的功夫。一会儿在这棵树上，眨眼间
纵身一跃，腾云驾雾般又落到那棵树上
了。若是争着吃东西看哪个不顺眼，上
去就是一口。然后不等对方回过神来，
就赶紧溜之乎也。吃亏的不善罢甘休，
撒开腿紧追不舍。追得上就一阵狂呼乱
叫，猴毛飞扬。坐山观猴斗，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没有谁管闲事。打起仗来看
不出远近亲疏，“家族圈子”不管事，
兄弟父子都看热闹，不帮打架。猴子没
有“护驹子”这一好。

一天，一群靓丽女孩光顾，手里满
是让猴子垂涎三尺的零食。这群天真无
邪的孩子，马上就要看到五洲四海的动
物了，正沉浸在兴奋中。这群觊觎多时
的无赖，却犹如神兵天降，顷刻间就把
她们围住。不知所措的美女们还没尖叫
完，打劫者早就将她们手里的饼干、火
腿肠、雪糕、水果一股脑地劫掠一空，
嗖嗖地风一般没进林子。出手之快，简
直就是金庸笔下的武林高手。较之古代

的绿林好汉，它们进步多了，那时候打
劫还需要寒暄，大喝一声“呔！此路是
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
买路财”，显得啰里啰嗦、拖泥带水
的。遇上有闲情雅致的话唠，还能用些
黑话嘎啦上一大阵子“天王盖地虎”，
生怕“大水冲了龙王庙”。猴子来得简
洁、明快，且惜言如金，半声不响。

单位负责人常进园区走走看看，他
有个喜欢吃口香糖的习惯。那天他站在
九曲桥上，查看游禽湖底防水该如何
做，顺便掏出块口香糖放嘴里。这一切
都被跟在他身后的猴子看在眼里，正当
他倚着栏杆琢磨施工方案时，有个猴子
已经悄悄溜到了他的身后。说时迟那时
快，猴子一爪插进口袋，没等他反应过
来，就被掏了个干净。猴子抓了花花绿
绿的一大把，转身就迅疾跑向湖对岸。

好气又好笑的老总没想到竟然在自
己的地盘上，被这样明目张胆地打劫
了。口香糖无所谓，可那些发票还都没
有报销呢，真是群祖宗！

干过这票大的，胆子就更大了，作
案频频。这次差不多相当于劫了“皇
纲”，单位下决心收网，网子诱捕不行
就吹麻醉针，猴子终究不是人的对手，
被全部拿下扔进猴谷。

关起来的猴子并没从根本上改变什
么。猴子也就守着猴王家族，还有拎着
棍子的管理员，看上去的乖巧不过是不
吃眼前亏而已。惹怒猴王家族、冒犯管
理员的代价很大。实际上内心并不听说
听道，把猴王也没当回事，偶尔的奴颜
婢膝，暂时的俯首帖耳都不过是做戏。
只要出了门该招惹的是非，一次也不能
少。不久受不了藩篱之苦的猴子，有几
只翻墙逃出来了，占据了九曲桥一带。
这里有林有水，有平地和石崖，地势险
要地形复杂。盘踞久了也就坐大了，在
密林水畔神出鬼没，不光嘿唬人，看准
机会还抢你个没商量。

想让泼皮猴子百依百顺，是人的一
厢情愿，本就不该这样想当然。在自然
中由着它闹，能闹出啥大乱子来呢？顶
破天也就是抢点东西吃，好色，调戏
一下异性，窥视猴王老婆美貌，也想
着占为己有而已。猴子本有敬畏，听
一声虎啸，受的教育比读一大堆经书
管用，鳄鱼池的血更能让它们记住，
别玩大了！

□ 李绍增

前几年，娘由乡下搬到县城
里住。临行前，娘千叮咛万嘱咐：

“别把咱家的纺车碰着磕着啊！”
姐弟几个遵照母命小心翼翼

地把纺车搬进城里。娘将它放在
床上，双眸中闪动着惬意的光亮，
像怜恤怀中婴儿一样，轻轻地拂
去摇把上、枝轮上、脚架上的浮
尘，支上锭杆子（老家方言，即缠
绕棉线的木杆），右手转动摇把，
左手有节奏地一拉一收，兴奋地
做着纺线的动作。

这架纺车是作为娘的嫁妆来
到我家的。娘从小聪明伶俐，纺
线、织布、做衣样样精通，尤其是
纺线，一团一团的棉花，到了娘的
手里，就像魔术一样变成一个个
线穗子。娘纺的线不仅细长，而且
均匀，堪与现代的精纺机器媲美，
在整个村子中出了名。会做木工
活的姥爷见自家的闺女小小年纪
就纺得一手好线，便琢磨送爱女
一份特别的嫁妆。待娘出嫁时，姥
爷挑选上等的木料，精雕细刻做
了一架纺车，系上缎带红花陪娘
上了花轿。

从此，纺车像送福的天使助
力我家生存和发展，伴随我咿呀
学语、蹒跚走路、长大成人。

娘嫁到我家前，由于奶奶死
得早，爷爷拉着三个儿子过日子，
吃的喝的倒没有什么问题，就是
穿的盖的没人打理，难以接济。娘
过门后，支起纺车纺线织布，不几
个月，家人屋里盖的、身上穿的就

“旧貌换新颜”了。红红的日子锦
上添花，上世纪五十年代娘生了
我的两个姐姐后，作为长子长孙
的我降生在这个家庭，过日子心
盛的娘更是看到了家庭的美好前
程，把万千宠爱凝聚在对我的衣
着打扮上。她从解放后新分得的
土地上采摘的新棉花中精心挑选
出色白絮长的，纺出又长又细的
线，然后将棉线染上红、黄、绿、蓝
的花样颜色，织出色泽鲜艳的花
布，给我剪裁、缝制出各式各样的
童装，我的衣服几乎一天一开箱

（老家方言，意为几天内衣服不重
样）。更为有趣的是，姐姐给我留
了个后毛（老家方言，即后辫子，

寓意长命），那时候只要我穿着新
衣服，晃悠着小辫子一出门，街坊
的婶子大娘都夸我长得俊俏，夸
娘的针线了得。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1961年七八月间，一场天河决口
般的大水冲毁了老家的田地和家
园，我们家和许多农村家庭陷入
饥年荒月之中。那时，我家的纺
车真像通了灵性一样，知道我们
一家人口多，劳力少，工分挣得
少，又没什么进钱道，日子过得异
常艰难，便抖擞起精神，任劳任怨
地转动，像春蚕一样奉献出连绵
不断的丝线。娘把这些线拿到集
市上卖了，再买上棉花，用线与棉
的差价，买回救济粮、火柴、煤油、
盐之类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
必需品，供一家人活命度荒。那时
娘和大姐为省点灯油钱，常常摸
着黑纺线。纺车似乎明白主人的
心思，竟在黝黝的夜色中，轴不
晃，轮不偏，锭杆子缠线不歪不
斜，体力透支地负重前行。娘懂得
纺车的艰辛和劳苦，经常怀着感
激的心情呵护着纺车。一天凌晨，
我从睡梦中醒来，蒙蒙眬眬看到
娘一边抚摸着纺车，一边给纺车
搭点煤油，双眼潮潮湿湿地，嘴里
念叨着什么。我虽没有听清娘的
说话，但看得出来娘对昼夜劳作、
累弯了脊背的纺车是深深感激
的。

到了1962年夏天，灾荒还没
退去，已经8岁的我早过了上学的
年龄，但由于家里穷，交不起一年
级3毛8分钱的课本费，迟迟不能
入学。当站在路旁偷偷看着伙伴
背着书包上学时，我的心情用任
何形容词表达都是干瘪、无力
的。我的心思，娘早就挂在心
头。一天傍晚，我放羊回家，娘掏
出4毛钱塞到我手里：“孩子，明天
上学去吧。”我双手捧着钱，望着
娘疲倦的脸，两行泪水喷涌而下。
后来我才知道，娘是搬着纺车给
院中一位大娘纺了一天一夜的
线，才挣回我上学的钱。

岁月如水，淘尽多少往事。可
是，几十年过去了，娘盘坐在纺车
前纺线的身影时常浮现在眼前，
伴随着纺车那“吱悠悠”“吱悠悠”
的声音。

□ 张 勇

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此
警醒世人，要多行好事。每个人多做点好
事，这个世界就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更加美好。

东汉杨宝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
黄雀为老鹰所伤，坠于树下，杨宝怜之，
取雀以归，细心照顾。百余日毛羽成，飞
去。其夜有黄衣童子自称西王母使者，以
白环四枚与宝：“感君之恩，令君子孙洁
白，位登三公，当如此环。”

果如黄衣童子所言，杨宝的儿子杨
震、孙子杨秉、曾孙杨赐、玄孙杨彪四代
官至太尉，而且都刚正不阿，为官清廉，
他们的美德被后人传诵。

杨宝救黄雀的故事可能有，但衔环而
报必定没有，只是人们因为杨家子孙多俊
彦而想象出来的故事。不过，做好事时，
人们会体会到给予他人的快乐，觉得自己
是个好人，心情自然舒畅。帮助别人时，
看到他人的不幸，悟到生活赐予自己的已
经很多，自然会感恩知足，便时时从容愉
悦，事事心平气和。其实，杨家四代好子
孙，不是黄雀的报答，而是言传身教的结
果。

凡事总有一些例外。做好事是人的好
品德的表现，但这样的好品德未必都是在

促成好事，换句话说，做好事未必就是行
善。

冯梦龙在小说中说这样一个故事，某
个地方有一座庙，庙里供着一尊用木头雕
成的佛像。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很穷，到
了冬天，没有燃料做饭，他到庙里去偷
那尊佛像，把佛像劈开当柴烧。村子里
有一个木匠，他到庙里去烧香拜佛，发
现佛像不见了，就回家雕了一尊，送到
庙里供奉。那个穷人到处找燃料，他听
说庙里又有佛像了，就再去偷，那个木
匠，也赶紧再去补充。一年又一年，年
年冬天都是这样。后来，偷佛像的人和
雕佛像的人都死了，阎王审判他们的灵
魂。毁坏佛的金身是大罪，那个小偷罪
业深重，要下第十七层地狱。那个木
匠，那个不断为佛陀造像的人，受的处
罚更重，阎王把他打入第十八层地狱。
为什么呢？阎王说，正因为你造了那么
多佛像，他才毁坏了那么多佛像，佛的
金身才受到这么多的污辱，要不然，那
个小偷哪里有机会造这么严重的恶业？
木匠的责任比那个小偷的责任还要大。

如果您觉得小说毕竟是编造的，可
信度低，咱再说件现实的。据《吕氏春
秋》记载，鲁国有一条法律，鲁国人在
国外沦为奴隶，有人垫付赎金赎人后，
可以到国库中领取赎金。有一次，子贡

在国外赎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拒绝收
下国家给他的垫付金。孔子说：“赐
呀，你采取的不是好办法。从今以后，
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
赎身了。你如果收回国家的补偿金，并
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拿
回你垫付的钱， 别人就不肯再赎人
了。”

有一天，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
人为了答谢他，送给他一头牛，子路竟
收下了。孔子说：“这样一来，鲁国人
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孔子认为，子路的行为是对的，这
种行为是在倡导一种规则，付出就应该
得到回报。子贡的行为是错的，报销垫
付赎金是国家为了达到救赎国人而制定
的一种规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子
贡那样的觉悟和财力，子贡的所为，把
这条规则打乱了，以后其他人就不会愿
意为赎人而垫付赎金了。社会秩序要靠
规则来维持，无论何人都应该遵循规
则，否则，规则一旦打破，天下必乱。
这就是孔子所谓“子路受而劝德，子贡
让而止善”的道德标准。

子贡的“高标道德”把原本平淡无
奇、人人都能够做到的道德，拔高到了
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使得“代付
赎金后收回赎金”的道德，（与子贡相

比）变成了“不道德”了。如果把一件
合于道德的善事，变成了“不道德”，
谁还会去做呢？单纯从道德的角度看，
子贡要比子路高尚，但是，如果考察两
种行为的实际效果，孔子考虑得更为全
面、长远，他深入地分析了这两种行为
对于社会道德规范的影响。如果我们非
要将现实的道德标准拔高到普通人可望
而不可及的高度，最终的结果可能适得
其反，多数人没有子贡的修养与财富，
做不了像子贡这样的义举，不如干脆不
做。如果我们退而求其次，适当地降低
社会的道德标准，容忍进而鼓励、保护
“为人消灾，拿人钱财”的义举，使之
成为多数人可以追求得到的精神享受与
物质激励，尽管这并非我们最终追寻的
理想之国，但毕竟可以感化相当多的人
去做好事、行善举，从而构建更为美好
的社会秩序。

道德规范是抽象的，道德矛盾却是
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共性的，道德矛盾
却是个性的。具体的、个性的道德矛盾
需要灵活变通地解决，不能“天不变、
道亦不变”地墨守成规。在复杂的人事
和世事环境中，在道德矛盾和冲突的困
境中，好心要办成好事，善心想结出善
果，不仅要有一颗平凡的良心，还要有
“善于为善”的智慧。

□ 孙培尧

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夜，虚弱
至极的望百慈母未能扛过小小流
感的侵袭倏然逝世。噩耗传来，
身在异地的我愕愕而应，刹那间
心空如野，俄而竟跪趴在床上，
泪流于面，哽咽无语。

母亲一生信奉我姥爷传给她
的让人之道，教育孩子们的口头
禅是“让人不算痴”，喜欢助
人，而对他助则念念不忘。

大姐回忆说，1953年父亲失
业，全家大人小孩七口人以市立
医院食堂弃掉的菜叶、菜根度
日，婴儿中的二姐饿得哭闹不
止。邻居李婶关切地问：孩子是
不是饿得哭？母亲搪塞：这孩子
好哭。李婶知道母亲要强面薄，
就硬塞来两个白面大馒头。这两
个大馒头竟让二姐一点一点地吃
了半个月，活命之恩让母亲感念
不已。

1958年生下我不久，政府安
排39岁的母亲到青岛市南纺绳
厂工作，之后15岁的大姐也早
早参加了工作，家境从此得以
改善。母亲、大姐还可以从单
位上揽些加工活，纺绳、接线
头、扎刷子、拆旧线手套……
有什么干什么，活多钱少在所
不惜。

从工作后至退休前，母亲
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早6
点前起床，或忙一家人早饭或纺
绳1个小时；7点多钟急急糊口匆
匆上班，用三寸小脚一步步走4
里路至单位；纺绳4个小时后吃
自带的玉米饼子就自制咸菜，饭
后不休息接着工作4个小时；5点
多钟下班回家后要么做晚饭，要
么让家里的纺绳车一圈一圈转起
来；晚饭后再让纺绳车转它3个
小时方歇息。一天劳作12个小
时，天天，月月，年年，二十余
年如一日啊，母亲不知享受，不
喜娱乐，不愿休息，总在忙碌，
几乎成了劳动机器，好像身体里
总有使不完的力气。少时懵懂不
通事理，后来思之，作为营养不
良、长期贫血的中老年女性，母
亲竟能在劳动中释放出如此超人

能量，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却是
她的孩子们亲眼所见。这一点怎
不让人惊异、惊奇、惊叹？我明
白，这正是于平凡中显现伟大的
母爱能量。勤劳的母亲不恤体
力、起早贪黑地忙活，哪里是不
喜娱乐，哪里是不愿休息，老娘
亲分明是在用尽自身平凡而伟大
的母爱去保障众多孩子们最起码
的生活呀。

纺绳活计则不单单是单调乏
味那么简单。坐在简易的纺绳车
前，上身偏坐在矮凳上，两腿顺
卧，母亲的手需不停地动，腰腿
则几乎不动。保持这种姿势长时
间干下来，腰酸腿麻当属必然。
而两手呢，右手需用指甲劈开近
两米长的料子（凉水浸泡过的苘
麻皮）不时地递给左手，左手边
摇转木制车轮，边将续进手中的
料子通过转动捋成坯绳，达到一
定长度后即可挽到转动的轮子
上。数小时后，待木轮上的坯绳
一圈圈被纺满，母亲便将湿湿的
坯绳一圈圈倒下来成一通口绳
轮，然后搭好自制木梯，抱着二
三十斤重的绳轮爬至房顶，再一
圈圈摊开以晒料。

如此往复不断地劈料、捋
料，记忆中母亲的那双手啊，骨
节粗大，茧厚皮糙，指甲也是厚
厚的，指间常因裂口子而被胶布
缠绕。直至耄耋之年，这双手才
渐渐变得柔软起来，而一个个指
甲却厚厚依旧。小女中学时写过
一篇作文《奶奶的手》，当老师
在课堂上将此作为范文朗读讲评
时，生长于丰衣足食中的花季少
女已是泪流满面。

在我眼中，娘亲的这双手是
可亲可敬、可歌可泣之手啊。正
是因了这双手，一家九口人在贫
穷与饥饿的岁月里未曾伸手向政
府要过哪怕一次的救济款；因了
这双手，她的一个个孩子在阳光
下健康成长起来，未曾欠过学校
哪怕一分钱的学杂费；因了这双
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一家人
可以自尊无愧地面对整个世界；
更是因了这双手，让后辈们一辈
子咀嚼着一笔一笔的精神财
富……

□ 曹春雷

当村口的大柳树开始“万条垂下绿丝
绦”时，村里大街小巷的吆喝声就多了起
来。补锅的，补鞋的，磨剪子戗菜刀
的……，那时没有能循环播放的扩音
器，只能靠一张嘴喊。当众声碰撞时，
常常会有一种声音高亢明亮，突兀出
来：赊小鸡来嗷——— 赊小鸡来啊———

妇人们听到这吆喝声，立马放下手
里的活儿，上街来。很快，赊小鸡的人
旁边就聚了一大伙人。“赊小鸡的，你
今年咋来得这么晚啊？”“赊小鸡的，
今年的小鸡好养不？”“今年是啥品种
的啊？”七嘴八舌地问，赊小鸡的却不
急不慌不忙，笑眯眯地回答着每一个问
题。妇人们大都和他相熟，除了从外村
嫁过来的新媳妇。

这是个精干的汉子，不高，瘦且
矮，真不知道那洪亮的声音究竟是怎样
从他身体里发出来的。他是骑一辆老旧的
自行车来的，是那种老牌子的“金鹿”，车
后座上驮着两个竹筐，筐里的小鸡嘤嘤而
鸣。毛茸茸的小鸡仔，黄的、白的、黑的，紧
紧地簇在一起，仰着头，你一声我一声地
叫。有妇人将一只小鸡仔抓起来，托在手
上，细细地看。小鸡也瞪大了乌溜溜的小
眼睛，好奇地盯着人看。

左挑右挑，妇人们费了半晌功夫，终
于各自挑定了中意的小鸡仔。赊小鸡的拿
出账本来，一一记下，“富贵家的，十只；栓

柱家的，九只；宝奎家的，十二只……。”再
翻出上一年的账来，给妇人们一一念，你
家几只，她家几只，妇人们付清了钱，然后
各自回家拿出竹筐或者是纸箱来，将自己
挑的小鸡仔带回家去。

鸡仔依然是赊的。那时日子大都过得
紧张，手头现钱不多，还要买化肥种地，或
者干别的用。小鸡呢，赊着就是了，把鸡养
大赚了钱，明年春天付账也不晚。长大了，
每只母鸡可都是一个“鸡屁股银行”呢。下
的蛋攒着，稍多一点，就挎着到集市上去
卖。卖的钱打点酱油，买点盐和醋，基本的
生活开销还是能应付的。也有孝顺的儿
媳，每早烧开水冲了鸡蛋，给公婆端去。有
心疼自家男人的，自己不舍得喝，也要端
给男人喝。

记得那时母亲赊来小鸡仔后，先养在
纸箱里，将小米用水泡了，盛在小碟里放
进去，然后上面盖上一块布，再压上半块
砖，怕猫来捣乱。鸡仔们总是在叫，满屋都
是唧唧声。我每次放学后都要掀开布，看
上一会儿。

鸡仔稍大点，母亲就将它们放在院子
里。小鸡们在院子里东游西逛，扑闪着还
未丰满的小翅膀，你追我赶，有时从篱笆
的缝隙挤进去，到菜地里捉青虫吃。这时
候，我喜欢拿个马扎，坐在门前屋檐下，读
书，或者什么也不做，看小鸡。此时，篱笆
旁的杏花开着，阳光温暖，风吹不寒。

在我心里，这个美好的春天，是
“赊”来的。

□ 陆勇强

宠物自古有之，以狗居多。
秦朝赵高与李斯斗，李斯失败，被

处腰斩。临死前对儿子说：“吾欲与若
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
乎！”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想和你再一
次带大黄狗一起出东门追兔子，怎么才
可以呢？

细细体会这句话，真的让人心酸。
苏东坡看来也是爱狗的，他有名

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
苍”，看看，在宋朝牵条狗，也是一件
很有面子的事情。

如果再来看唐代的《 簪花仕女
图》，还可以发现，在唐朝，狗就是宠
物，已经进入上层阶层了。这幅图中有
五位仕女和一名侍者，其中有个穿着艳

丽的女子在逗一只狗玩。
从宠物这个角度，可以考察和映射

社会的某些现状，有位经济学家就说，
宠物其实是一门社会学，可以从中观察
到人口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们的
精神文化状况。

不得其解。
但看了日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

期“宠物经济”兴起的背后，发现中国
当下的“宠物经济”火热与日本有类似
之处，我对“宠物就是一门社会学”这
个说法也有了一些理解。

当时的日本社会是怎样一个现状
呢？人口出现减少趋势，人口出生率降
到0 . 8%，老年人口上升到30%，人均GDP
低速增长。因为老龄人口住在郊区不方
便，城镇化水平不断上升。大量的日本
人需要精神寄托和陪伴，宠物经济应运

而生。
从这个角度看，宠物经济兴起有深

刻的社会背景，首先经济发展已到了一
定程度，这样人们才有一定经济实力养
得起宠物；其次人口开始慢慢走向老龄
化，而且亲人间的在物质层面的“守望
相助”开始式微；城镇化不断提升，大
量人口不再居住在乡村这样的“熟人社
会”，而是进入城镇这样的“陌生人社
会”，人们越来越孤独，也越来越需要
精神陪伴。

忠诚又善解人意的狗就成了人类最
好的陪伴朋友。

再看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情况，与
当年的日本有相通之处。据《2016中国
购物者报告》，中国半数的“铲屎官”
每月花在宠物身上的费用在100元至500
元之间，而花费500元以上的“铲屎官”

占比40%以上。《2017年中国宠物行业白
皮书》的数据显示，中国宠物行业增速
保持在30 . 9%的水平。

狗原本是野生的，它们在进化过程
中慢慢知道，有人类的地方就有食物，
于是它们开始以“人类”为中心生存下
来，当宠物狗形成了一种经济规模，那
就远远不是和人与动物和平相处那样简
单了。

宠物带给我们精神安慰和寄托，
甚至可以医治我们的情感。我们在朋
友圈、各类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大量的
宠物萌照，让人会心一笑时，再来反
观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可以从中发现
自己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社会情境
中， 我们的需求在哪 里 ，痛点在哪
里？

宠物，真的就是一门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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